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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殖力的研究
’

阳 爱 生 卞 伟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

提 要

木文研究了官亭水库 104 尾产卵前成熟雌鱼的个体绝对生殖力 (约
,

个体相对生殖力 (
,

/L ;

州 I[’ ) 与母鱼若干形态学指标的关系
。

密姻个体绝对生殖力 妙 ) 和相对生殖力 (州 L ) 与鱼体

长 ( L )呈曲线相关
,

其回归方程为 (
,
) 二 4 2 31 、 工O

一 7

尸
·

“ “ ` ;它与纯体重的关系则为直线正相关
,

其回归方程为 : 二 49 61 犷一 3 2 63 0
。

研究结果表明: 密姻个体生殖力不但与体长
、

体重呈 正相

关
,

而且还不同程度地与成熟系数
、

鱼卵直径
、

肥满度和年龄成正相关关系
。

前 言

密锢 ( Xe
二况夕, “ 。

da 讨而 刊。 k二 )是我 国江河
、

湖泊习见的中型经济鱼类之一
,

属鲤

科的密嗣亚科
、

密姻属
。

酮亚科鱼类由于能充分利用各类水域中的腐屑和着生藻类
、

有较

高的群体生产力
,

且能在有一定流水条件的天然水域中形成较稳定的 自然种群等优点
,

因

而越来越引起水产界的关注与兴趣
。

密锢是官亭水库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
,

每年渔获量约四万斤
,

占总产量的 20 % ; 在该

水库密锢已形成较稳定的 自然种群
,

不需投放苗种
,

即可取得经济效益 (年平均亩产密姻

近 10 斤 )
。

因此
,

研究密姻在水库自然增殖的规律
,

及其个体生殖力的特性
,

不但具有理

论上的意义
,

而
.

且对进一步研究该鱼类的种群数量变动
、

繁殖保护及其渔业预报亦有重要

的实践价值
。

本文主要研究了官亭水库密姻的个体绝对生殖力与相对生殖力及其与鱼的体长
、

体

重
、

年龄
、

肥满度
、

成熟系数等的相互关系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材料是 1 9 82 年 4 月 2 5 日至 5 月 1 日在官亭水库采用单层丝挂网捕捞随机取样

木研究承蒙官亭水库管理所大力文持 ,华中农学院水产系七八级彭智
、

彭丽敏两位同志参加本试验工作
,

谨

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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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共收集了 1 0 4 尾卵巢处于第 I V 期 (成熟度按六期区分 )的雌性密姻
。

每个标本测量

其鱼体体长
、

体重
、

纯体重 (去内脏体重 )和卵巢重
,

求出成熟系数和肥满度
。

取鳞片鉴定

鱼的年龄
。

被研究的雌鱼年龄为 2一7 龄
,

体重 为 2 36
.

5一 7 44 克 (纯 体重 为 18 3一” 6

克 )
,

体长为 2 4 0一 3钓 毫米
。

鱼类个体绝对生殖力与相对生殖力是评估鱼类繁殖力的主要参数
。

个体生殖力即怀

卵量按一尾雌鱼成熟卵粒总数
,

或数尾鱼的平均成熟卵粒数计算 ,相对生殖力即单位体重

或体长的怀卵量
,

按雌体单位体重或体长平均的所怀成熟卵数计算
。

生殖力的测定采用

重量取样法
,

即从 VI 期的卵巢中准确秤取 1 克卵块并计数充满卵黄颗粒的全部卵子
,

推

算其怀卵量
。

此外对每号标本测量 100 粒第 VI 时相的卵径
,

求算其平均值作为鱼 卵 直

径
。

最后对所得测试数据应用生物统计学的分析方法
,

研究密蛔的个体生殖力与其形态

学指标之间的关系的某些规律
。

研 究 结 果

l
,

个体生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官亭水库密蛔个体生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

根据实测数据
,

各体长组的平均绝对生殖力

(灼 与相对生殖力 (州 L
、

州平 )如表 1 所示
,

同时依它们之间的关系绘制成散点图 1 。

在所

测定的鱼体范围内
,

官亭水库密锢的个体绝对生殖力波动于 4 2 1 7 7一 2 6 5 9 4 9( 粒 )之 间
,

平

均为 1 15 7 6 9 《粒 )
。

它与体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增长关系
。

从表 l 和图 1 均可看出 密 嗣

个体绝对生殖力和相对生殖力 (刁L ) 都随体长的增长而有规律性的增大
。

经数理统计分

析
,

密锢个体绝对生殖力与体长的回归方程是
:

犷 = 4 2 3 1 汉 1 0
一 了

L
a
·

, 。` -

(凡 二 0
甲

3O 住5
, 户< 0

.

0 0 1 )

式中
: 犷

— 个体绝对生殖力 (百粒 ) , 五-一一体长 (毫米 )
。

表 1 黄尾密姻个体生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传
长

毫米 )
2砧 —

2 7 0

— 28 5

—
3 00 —

3扬

66 7 6 1 1 8 5 4 5 7 I加份 1 1 27 7 3 2 13 4 6 4 1 1 2 1 8 6 1 1

094
尸口0

几OC口
怡洲62 2阳邺n6234邓2242344972OdZ420器273加531022儿坪

rlr对朴

为了排除年龄因子的影响
,

我们列出了 3 龄密酮各体长组的个体生殖力 (见表 2 )
。

表 2 进一步表明
:
个体绝对生殖力和相对生殖力 (叮石 ) 与体长是成正相关的

,

即随

着体长的增长而提高
,

这说明在同龄鱼中体长生长快者较体长生长慢者其个体绝对生殖

力为高
。

个体相对生殖力 刁L 波动于 1 56 一7 9 9( 粒 /毫米 )之间
,

平均值为 4 1 4 (粒 /毫米 )
。

它

与体长的增长关系和个体绝对生殖力的关系完全相似
,

也是曲线增长的正相关 (见表 1 ,

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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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弓龄黄尾密绷个体生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汲 2弱 1 0匀1 1 2 1 4 6 8 1 8

长)
毫米

体(

沱孤74八̀
ù196拐31加沮1O42肠90932砧叨533r/ L

r /评

孙

1 ) ,并且在同一年龄之内
,

亦同样随着体长的增长而提高 (见表 2 )
。

这表明在同龄鱼中体

长增长快者不仅个体绝对生殖力较高
,

而且单位体长的卵量也增加了
。

盔

.

.

一一
.̀1

.t通.

:
即

价n

犷 l
: `

三:
、

r 火 10 3

图 1 黄尾密姻个体生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个体相对生殖力 刀W
,

波动于 127 一4 47 (粒 /克 )之间
,

平均为 387 (粒 /克 )
。

它与体

长的关系则显然与 , 和 叮 L 者不同
,

基本上不依体长的增长提高或降低
,

而表现出稳定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

这一特点可以从表 1
、

表 2 和图 1 中均可看出
。

在实测的标本中
,

最大个体绝对生殖力为最小个体绝对生殖力者的 6
.

3 倍
,

而其体长

仅为最小者的 1
.

2 倍 ;其次
,

从实测标本中
,

最大体长雌鱼的个休绝对生殖力是最小体长

者的 2
.

9倍
,

而体长则为最小者的 1
.

4 倍 ; 由此可见其密翩个体生殖力的增加比体长增长

更为迅速而显著
。

密蛔体长为 270 一 285 毫米其怀卵量较为稳定 , 体长为 255 一 270 毫米其怀卵量最不

稳定
,

其原因是第一次产卵和重复产卵鱼同时存在的缘故
。

体长达 3 00 毫米以上时
,

个体

生殖力有较大的提升
。

2
.

个体生殖力与纯体重的关系

官亭水库密姻个体生殖力与纯体重的关系
,

根据实测数据
,

各体重组的平均绝对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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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尾密细个体生殖力与体重的关系

力 (灼与相对生殖力 (二 / L
、

叮 W ) 如表 3所

示
,

同时依它们 之间的关系绘制成散点图 2
。

从表 3 与图 2 可以看出
,

密烟个体绝对生殖

力 (灼和个体相对生殖力 叮L
,

依鱼体重量的

增长关系则与体长增长的关系不 同
,

而是呈

直线正相关
。

州『 与体重的关系则与体长者

一样
,

基本上保持在某一稳定的范围之内 (见

图 2 )
。

这说明 少 和 叮 L 随着体重的增长是

按照相同的比例增加的
,

这也就是 叮平不论

与体长或体重的关系基本上都保持着稳定状

况所产生的原因
。

经数理统计分析
,

密酮个

体绝对生殖力与纯体重的回归方程是
:

犷 = 4 9 6附 一 3 2 6 3 0

( S
。 = 3 3

.

4 3
,
户< 0

.

0 0 1 )

式中
: 二

— 个 体 绝 对 生 殖 力 (粒 ) ;

平

—
纯体重 (克 )

。

为了排除年龄因子的影响
,

我们列出了

3 龄密蛔各体重组的个体生殖力 如 表 4
。

表

4 表明
:
个体 绝对 生殖力 和 相 对 生殖力

(叮 L ) 与纯体重都是成正相关的
,

即同样随

黄尾密姻个体生殖力与体重的关系2`15
ó一夕、ó2

到吐ó2

纯体重
(克 ) —

2 6 5

—
3肠 —

3 4石

—
38 5

—
4 2 5

—
4 6 5

犷

r
/ L

r/ 平

朴

砚 3 9 6 …
笋

8

…
” 7 5

艺7 2 } 2石2

匀4 3 9 4

3 5 4

1 0朋邓 1 2 11 0 7 1 3 3 2 6 6 1 ] 6 2 9朋 2 1 5 2 10

咖307
6加动46八

工口

2 8 8

2 4

3 4 5

1
4

势
艺7 4 } 艺匕8

表 4 3 龄黄尾密细个体生殖力与体重的关系

纯体重
(克 )

f

州 L

犷邝尹

件

10 0 3 7 1 ]改 3 6 0

3 8 5

1韶 0 5 7 17 47 63

89盯15432乃n郭抓888肠盯248342 8

2 8 8

1 a

湘肠33 4

着纯体重的增长而提高 , 也同样说明在同龄鱼中纯体重增长快者较纯体重增长慢者其个

体绝对生殖力和相对生殖力 (叮 L )为高
。

在实测的标本中
,

纯体重最大的一尾雌鱼 ( 5 0 6克 )
,

其个体绝对生殖力也同样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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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 2 6 5 9 4 9 粒 )
。

其次如纯体重最大的雌鱼的个体绝对生殖力是最小者 ( 18 3克 )的 4
.

12

倍
,

而其纯体重则为最小者的 2
.

76 倍
,

这里同样说明密姻个体生殖力的增加比纯体重的

增长更为迅速显著
。

官亭水库密趟纯体重为 4郊一 4 65 克的个体
,

其怀卵量较稳定
,

而纯体重为 2 2 5一 2 7 5

克的
,

其怀卵量最不稳定
,

其原因与上述体长的情况相同
。

当密锢纯体重在 3 00 克以上时
,

个体生殖力有较大的提高
。

3
.

个体绝对生殖力与体长
、

体重的复合关系

为了综合分析密帼体长
、

和纯体重对个体绝对生殖力的影响
,

有必要研究密姻个体绝

对生殖力与体长
、

体重的复合关系
。

这里首先将上述两个因子合列成一个相关表
,

如表 5

所示
。

同时将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与
“

体长 丫 纯体重
”

( L
·

W )的关系及个体绝对生殖力 (吟

与甲下阂爵顶麻蓄的关系
,

根据统计数据作成散点分布图 (图 3 ,

图 4)
。

从图 3 中可以明

显地看出
,

个体绝对生殖力与
“

体长 x 体重
”

的关系是一种直线的增长关系
,

而且图形散点

的分布和个体绝对生殖力与体重关系的图形 (图 2) 是完全相似的
。

从图 4 也可以明 显

地看出
,

它是直线关系
。

因此
,

密姻个体绝对生殖力与体长
、

体重的复合关系
,

也可以应用

体长与体重乘积或其平方根 (、 厂万不尸 )来表示
。

表 5 黄尾密组个体绝对生殖力与体长及体重的关系

全全哎哎
称称 I沥 22 5 2邸 加5 8 4 5

’

3 85 4 2 5 娜555 合 计计

怜怜怜怜 111 灯灯 2444 22
}}}

1444 999 888 444 555 1以以

邵邵555 1 000 6 4 3 9 666 6 7圈 444 蛇23 333 6 92 热热 1器沥 555 扮9 19222 8筋 6 000 17 筋 3 000 2 0 16沥沥 6 6 7 6 111

222 7 000 3 00000 7 2 57 777 1肠加111 1价 89 222 1 2X( 均 333 1 2毖 6 000 1 8邸艇艇 1 9 9扬 444 2侣6 1111 郎 4 5777

222肠肠 以以以以以 1 13 377777777 1涎 14 555 2肠拐 66666 1 1 0 1 2 111

333 0 000 韶韶韶韶韶韶韶韶韶韶韶 1盯 7 3 222

333 1 555 又222222222222222222222 1 3 2 27 石石

3333OOO 222222222222222222222 招如 4 111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218 6 1 111

合合计计 工0 444 以 3 9 666 6 9 6 3 777 0 43 9 444 20胎 7 333 理 1均 666 13 3郎 777 1雌邪 999 r 20 丈49444 2 1 5 2 100000

t 邓夕

::
二

…:.
沪·

。

主净.

、
。

.t峨
…

,.丫
。。。.嘴

.
,..

、魂

翎200询100助

】去 卜 W伏 1

图 3 个体绝对生殖力 (吟与 (体长 义纯体重 ) ( L
·

评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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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为了阐明体长与纯体重这两个因素对生殖力的综合影响
,

我们还分析研究了

“

生殖力系数
”

的变动特性来说明这个间题
。

生殖力系数的计算 公式是
:

~ L
·

W
U =

—式中
:

C一- 为生殖力系数 ,石

一
体长 (毫米 ) , W— 纯体重 (克 ) ; ,

— 个体绝对生殖

力 (粒 )
。

据我们计算的结果
,

官亭水库密胭的生殖力系数 O 波动于 0
.

5一 1
.

74 (毫米
·

克 /

粒 )之间
,

主要在 0
.

6一 0
.

9 (毫米
.

克 /粒 )之间
,

如图 5 所示
。

训
昌O

~ 丽「一万万 0
.

0 1
.

1 1
.

a 1
.

5 1 , 价)

_
_

`
.

_

二 _ ~
,

/ ~ 乙 J F 、 二
_ . 、

,

二 ,

_
图 。 生煊刀系数毕= 一下一 , 的久数分配

4
.

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官亭水库密胭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如表 6和图 6所示
。

总的来看
,

个体绝对生

殖力 (灼 和个体相对生殖力 (叮L )都明显地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 , 但其中在 4龄鱼的平

均值年增加速度
,

反而较 3 龄组为低
,

所以出现折线性低谷
,

为何出现这种现象
,

作者将在

后面作初步探讨
。

个体相对生殖力 叮W 与年龄的关系
,

虽然从各年龄的平均值中也表现出随年龄的增

大而稍有增加
,

但不论从其平均值或代表每尾鱼实测 的 叮W 值的分布态势来看
,

这种增

表 6 黄尾密细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牵
霭

} 云 3 一一 4 一 后
~

一
.

咭 一

一
- 一

78 7 8 2 } 1 23 708 ! 1 15 3 6 3 1 16 106 1 1 2 18 3 7 1 】 2 2 4犯 5

052296323042片了3210498142 2
,1
3O口几0132

42829537
n口只à八O0石332

r

r
/石

r,/ 平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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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尾密姻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长的幅度比 r 和 叮石 两者显然要少得多
。

因此
,

也可以说 叮『 随着年龄提高而增长的

关系远不及个体绝对生殖力那么显著
,

而是基本维持在某一范围之 内出现 并显 著的 波

动
。

为了比较分析在同一体长范围之内
,

年龄与个体生殖力的关系
,

我们将同体长组不同

年龄的生殖力列于表 7 和图 7 所示
。

表 7 黄尾密绷同体长组年龄与个体生殖力的关系

体体长长

{
<部 555 邓5一 2的的 > 2如如

(((毫米 )))))))))

年年龄龄 222 333 444 222 333 444 666 333 444 555 666 777

rrrrr
竹犯666 以盯 333 济 2 1 666 朋 6 2888 1 1 9 1 6 444 108 5 1777 ] ] 3 7 5 222 1 4 5 0蛇蛇 128 贸 777 17 9 0 4卫卫 2 18 3 7 111 0宁改汽Q透透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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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7 和图 7 可以看出
:
在同一体长范围之内

,

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和个体相对生殖

力 , / L 均程度不同地依年龄的增大而稍有增加 ,但其中在体长小于 265 毫米范围组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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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同一体长组 ( L )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年龄

增加趋势 ,在体长为 26 5一 29 0 毫米组和体长大于 2 90 毫米组中
,

发现 4龄鱼反而要 比 3

龄鱼的生殖力要低
。

在同一体重范围内个体生殖力依年龄变动情况如表 8 和图 8 所示
。

它与上述同一体

长范围内的情况基本相似
。

表 8 密姻同体重组年龄与个体生殖力的关系

体体重重 < 2 4 555 然 6一习0 666 3叱一 3肠肠 > 韶 555

(((克 )))))))))))

2222222 333 444 222 333 444 巧巧 333 444 555 888 444 666 666 777
斗斗妇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

rrrrr 7弱 3 222 1 0 0 3 7 111

…
。 2 , 666 8仍 2 111

…
1的” 777 1 0 4 9的的 1 1价亨666 13 3 12 555 1 198 9888 王1 5 6蛇蛇叮 2 1邪邪 13 9 1 3 444 1的部 666 2 183 7 111 2 24 53555

rrr/ 石石 2 6 666 3 2 666
1

3 4 000 2蛇蛇 即 III 2 6 999 2 8444 28 OOO 2 5 111 2犯犯 3 5 555 2盯盯 3 oooo 3 2333 3 2 555

rrr/ 万万 四 888 3 7777 3 8 999 3 1444 3 9 111 3朗朗 3眨眨 4 4888 38888 3 9888 6 6 555 4 2 666 6蛇蛇 7 0 444 6即即
朴朴朴 2 666 444 111 1 OOO 1444 666 444 1 666 555 888 333 222一 777 2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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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同一体重组 (评 )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官亭水库密锢观测的 7龄个体的最高怀卵量 ( 2 6 5 9 4 9粒 ) 比其 2龄的最低 怀 卵 量

( 4 2 17 7粒 )超出 5倍多
。

不同年龄组平均个体绝对生殖力的年增长情况如表 9所示
。

表 g 不同年龄组平均个体绝对生殖力年增长

年年 龄龄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年年增长 (另 ))) 1 oooo 1阶阶 邪邪 拐 OOO I 4444 1 0 222

年年绝对增长 (粒 ))) (7盯 82 ))) 4 4弧 666 一 8 3 4 555 3肪铭铭 价 3 1000 6 15 4



水 产 学 报 7 卷

从表 9 可知
:

3 龄组密锢的个体绝对生殖力的年增长 1 52 %为最高
,
其次 6 龄组 , 的

年增长较高 ( 144 % )
,

而只有 4 龄组其 。 平均值比其 3 龄组还降低了 17 形 , 其个体绝对生

殖力 (灼的绝对年增长数是以 6龄组为最多
、

3 龄组为次
,
只有 4 龄组反而 降低了 ( 8 3 4 5

粒 ) ; 了龄鱼组虽有增高
,

但其增长速率无论是年增长的百分比和绝对增加数都显著地减

慢和降低
。

5
.

个体生殖力与肥满度的关系

在鱼类学文献中
,

广泛用来表示鱼体肥满度 的指标是所谓
“

肥满系数尸
。

肥满系数

是体重与体长立方的比值
,

其计算公式为
:

~ W
2友 = 一 ; ;不~

X I U U

为
“

式中
:
大乞- -一系数

,

1犷

一
去 内脏体重 (克 )

,
L

— 体长 (毫米 )
。

那么密姻的个体生

殖力与其肥满度是什么关系呢 ? 我们根据实测的数据用表 10 所示
。

表 1Q 黄尾密细个体生殖力与肥满度的关系

肥肥 满 度度 1
.

住5

—
1

.

6 0

—
1

.

筋 —
1旧 O

—
2

.

肠 —
2

。

部—
仑

.

3石石

rrrrr 8 4 24 999 沥 6叨叨 g双铝 888 12 1 34 999 场7 6 6 444 17 4 7 6 222 2巧 2 1000 2 0拓o555
rrr
/ LLL 3 1 222 3 3888 3 4 333 4肠肠 5 1 444 朋 OOO 6 9444 价 222

rrr/’ 评评 3 2 111 盯OOO 2胎胎 2洲洲 朋 OOO 8叮叮 a l妇妇 3 0 000

扑扑扑 111 888 4 666 肠肠 1 000 333 111 111

从表 10 可看出
:
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和相对生殖力 (叮 L ) 与肥满度基本呈正相关

,

即随着肥满系数K 值的增大而提高
。

但相对生殖力 (叮万》则不因了值的增大而增加或降

低
。

肥满系数K 值的大小
,

影响的因子甚多
,

因此在比较密姻个体绝对生殖力与其关系

时
,

作者特选列了 9 尾体长完全相同 ( L = 285 毫米 )的鱼来分析个体绝对生殖力与肥满度

的关系
,

如表 11 和图 9 所示
。

表 11 同体长鱼 x 值与 r 的关系

体长 m m

丑值范围

五

f

1
.

5 ~ 1
.

7

1
.

6 1

丈0 08 4 1

1
.

7 ~ 1
.

9

1
一

7 7

1即 55 1

1
.

9 ~ 2
.

1

2 0 3

招奶 49

从表 11 和图 9 可清楚看出
:
在体长完全相同时

,

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
,

随着肥满系数

万值的增大而提高
。

此外
,

从观测数据发现密锢肥满系数兀值最高的一尾为 2
.

49
,

其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

为 2 0 1 6 0 3 (粒 ) ; 肥满系数尤值最低者 ( 1
.

3 3 )
,

其个体绝对生殖力为 8 42 4 9 (粒 ) ,两者了值

之比为 1
.

87 倍
、 二
值高者为低者的 2

.

3倍
。

但个体绝对生殖力最大者其万值不是最高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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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乍二工沪

图 9 同体长肥满系数 K 与体重 w
:

个体绝对生殖力 (约及年龄 (A )的关系

样绝对生殖力最小者其 K 值也不是最低者
。

作者还发现官亭水库密胭的 个体 绝对 生殖

力
,

当肥满系数在 1
.

90 以上时其 , 值则稳定在 10 万粒以上 ,如肥满系数在 1
.

90 以下时
,

其个体绝对生殖力波动较大
,

高者 ( 2 3 8 2 52 粒 )为低者 ( 4 2 1 7 7 粒 )的 5
.

6 倍
。

石
.

个体生殖力与成熟系数 的关系

鱼类成熟系数即为卵巢重量 (克 )与鱼体纯体重 (克 )的商值
。

卵巢重量取决于卵巢含

卵数量和鱼卵的重量
,

因此个体生殖力必然与成熟系数发生密切的关系
。

官亭水库密胭

的个体生殖力与其成熟系数的关系如表 1 2 所示
。

从表 12 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
密姻个体

生殖力无论是绝对生殖力 (灼或相对生殖力 (叮 L
、

叮评 )均与成熟系数成正相关关系
,

即

生殖力随着成熟系数的增大而明显地相应提高
。

这清楚表明成熟系数和生殖力的关系是

十分密切的
,

是衡量鱼类个体生殖力的一个可靠指标
。

表 12 黄尾密姻个体生殖力与成熟系数的关系

成熟系数
(络 》

1 0

—
1 5

·

一
即 — 邪 — O3 —

35

r

r/ 乙

r /砰

砚

4 3印 3 1 6 6 9 2 2 7 9 6骆 9盯呢 1 5 9沈 0 2 13 4 6 1

19如573的1616
一ó口3朗蛇抬42加湘班2383血口马连

山
2O自n乙

16 8

}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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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亭水库雌性密锢在产卵前的成熟系数最高平均为 36
.

8%
,

其个体绝对生殖力平均

为 2 3 1理6 1( 粒 ) ;成熟系数最低组平均为 9
.

56 %
,

其个体绝对生殖力平均为 4 3 6 0 3 (粒 ) ;最

高组成熟系数为最低组的 3
.

8 倍
,

而其个体绝对生殖力最高组为最低组的 5
.

3 倍
,

在此可

见个体绝对生殖力的提升比其成熟系数的增长更为显著
。

官亭水库雌性密蛔产卵前的成熟系数波动在 9
.

34 %一 37
.

85 环
。

在 104 尾 标 本 中
,

成熟系数为 2 5多一 30 男者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 ;成熟系数在 15 %一 3 5%者占总数的百分

之八十八
,

可见极大部分鱼的成熟系数均为 1 5邓以上
,

其个体绝对生殖力是在 ? 9 6 9 8一

1 5 9 0 7 0 (粒 )之间
。

7
,

个体生殖力与鱼卵直径的关系

官亭水库密姻个体生殖力与鱼卵直径的关系
,

根据 10 2 尾鱼观测的结果 如 表 13 所

示
。

表 13 个体生殖力与鱼卵直径的关系

卵 直 径
〔毫米 )

O
`

以】

一
O

`

9 6

一
1

.

0 2

—
1

.

08

6 6 2 1 3 7 7 1肠

1O驰22sǹ

1 2 3习召石

4 2 0

盯 9

2 3

64t̀0口ǹ

26以

r

r
/ L

r /军

姑

从表 13 可看出
:
密姻的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 和相对生殖力 (叮石肩鱼卵直径的关系

是成明显的正相关
, 即随着鱼卵直径的增大而显著地提高

。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结果

呢 ?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密眼的鱼卵直径与纯体重的关系如表 14 所示
,

即发现密姻鱼卵直

径随着纯体重的增加而增大
。

表 14 纯体重与卵直径的关系

从表 13 可见密胭个体相对生殖力 (叮矿 )虽随鱼卵直径的增大而稍有提高
,

但它 稳

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

增加关系并不显著
。

官亭水库密胭产卵前的鱼卵直径波动在 0
.

8 4一 1
.

21 毫米之间
,

平均为 1
,

02 毫米
。

其

次从实测的标本中
,

鱼卵直径最大的一尾鱼 ( 1
.

21 毫米 ) 其个体绝对生殖 力为 2 1 52 1 0

(粒 )
,

也是较大的 ; 又如鱼卵直径为 0
.

84 毫米的一尾鱼其个体绝对生殖力恰是最小 者

( 4 2 1 7 7粒 )
。

此外
,

为了分析证明密姻个体生殖力与鱼卵直径的正相关关系
,

我们还做了

标本数较多 ( 30 尾 )的同一体长组 ( 27J 。一 2 85 毫米 )范围内个体绝对生殖力与卵径的关系
,

如表 15 所示
。

从表中同样可清楚看出
:

密胭的个体绝对生殖力即使在同一体长组范围内

与其鱼卵直径的关系是成正相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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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同体长组绝对生殖力与鱼卵径的关系

绝绝对生殖力力 6如 oo —
8 3 0 0 0

—
’

1 1加 oooo
(((劝粒粒粒

鱼鱼卵直径 (二 nI ))) 0
一

8 4 111 O
,

哪石石 1
.

0 111 1
.

阶阶

讨 论 和 结 语

1
.

密绷个体生殖力与体长
、

纯体重及与体长
、

体重两者的复合关系

官亭水库密酮个体绝对生殖力波动于 4 2 17 7一2 6 5 9 4 9( 粒 )之间
,

平均为 1 1 57 6 9( 粒 ) ,

它与体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增长关系
,

其回归方程为
: : = 4 2 31 x 1 0一分

· ’ ` “ 。

它与纯体

重的关系则为直线正相关
,

其回归方程为 , = 496 W 一 3 2 6 3 0。

以上结果与张本等在银胭

( 1 9 5 1 )
`支 ,

、

郑文莲等 ( 1 9 6 2 )〔
了〕 、

( 1 , 6 4 )亡
.皿在大黄鱼及邱望春等 (一9 6 5 )〔

1 0 ,在东海带鱼上的

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

密姻个体相对生殖力 刁 L
,

波动于 156 一 7 9 9( 粒 /毫米 ) 之间
,

平均值为 4 1 4 (粒 /毫

米 ) ;它与体长
、

体重的增长关系和个体绝对生殖力则相同
。

个体相对生殖力 叮平
,

波动于 12 7一 4 4 7( 粒 /克 )之间
,

平均为 3 87 (粒 /克 )
,

它与体

长
、

体重的关系与前两者显然不同
,

并不随着体长或体重这两个因子的增大而有显著的提

高或降低
,

而是表现较为稳定在某一范围波动的状况 ;这点与上述其他学者研究的结果基

本相似
。

看来这是相对生殖力 叮牙 的一个共同特点
。

密细的个体绝对生殖力与体长
、

体重两者的复合关系
,

即个体绝对生殖力与
“

体长 x

体重
”

( .L 矿 )及与创下滚万床童 (甲丁丽犷
J

)的关系
,

也有如 , 和体重的关系一样
,

呈直

线增长的关系
,

这点从它分布的散点图与前者完全相似可得以证明
。

因此
,

生殖力系数

~ / L
,

VI
叮

.

1

—
也是一个表示个体生殖力特性的指标

。

官亭水库密姻的生殖力 系数 波动 于

。
。

5一 1
.

7 4( 毫米
.

克 /粒 )之间
,

而主要在 0
.

6一 O
.

9( 毫米
,

克 /粒 )之间
。

2
.

个体生殖力与年龄
、

肥满度的关系

官亭水库密细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

总的来看
:

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和个体相对

生殖力 (叮工 )都明显地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
,

但不及与体长
、

体重那样显著
,

并且其中

在 4 龄鱼平均年增加速度
,

反而较 3 龄鱼偏低
,

这种情况的出现
,

作者分析可能与官亭水

库中密细的群体结构由于 3 龄鱼占绝对优势
,

造成饵料等方面的竞争以及人工强化捕捞

的于扰因子有关
,

这点还有待深入研究才能定论
。

个体相对生殖力 叮砰 与年龄的关系
,

则更不如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 和 刀 L 那样明

显
,

因此也可以说其关系没有什么规律性
。

密绷的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和相对生殖力 (叮 L )与肥满度的关系是成正相关关系
,

即

随着肥满系数了值的增大而提高 , 但个体相对生殖力 (川附 ) 则不因 K 值的增大而增加或

( 1) 张本等
,

I阳 1
。

银细个体生殖力的研究
。

水产科技〔浙江水产学院 )
,
1 :
招一 1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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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

作者认为在讨论分析个体生殖力与肥满度的关系时
,

因影响肥满系数尤值大小的

因子较为复杂
,

因此必须注意在比较分析同种鱼的肥满度与个体生殖力的关系时
,

还要考

虑年龄
、

同体长
、

同季节等一系列的因素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
。

3
.

个 体生殖力与成熟系数
、

鱼卵直径的关系

官亭水库密绷的个体生殖力
,

无论是绝对生殖力 (灼或相对生殖力 (叮 L
、

叮砰 ) 均与

成熟系数呈正相关关系
,

即个体生殖力随着成熟系数的增大而明显地提高
。

成熟系数是

表示一种鱼生殖力特性的可靠指标之一 ,这点与张本在银细上的研究结果完全相符
。

官亭

水库密细雌性亲鱼产卵前的成熟系数波动于 9
.

3 4一 3 7
.

85 之间
。

密姻的个体绝对生殖力 (灼和个体相对生殖力 (州 L )均与鱼卵直径成正相关关系
,

即

随着鱼卵直径的增大而明显地提高 ; 同时根据同一体长组范围之内个体绝对生殖力与卵

径的关系分析结果
,

同样证明了它们是成正相关的
。

这点与张本在银鲡上作的结果不同
。

作者认为这点密绷个体生殖力种的特性表现
。

官亭水库密绷在产卵前的鱼卵直径波动在 。
.

84 一 1
.

2 1 (毫米 )之间
,

平均为 1
.

02 毫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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